
2月26日，湖州市吴兴区供销合作社组织“吴上兴鲜”直播团队，来到八里店镇移沿山村金农生态农业基地，开展

直播带货活动，助力草莓销售。 邓德华 摄

田头直播田头直播 助力销售助力销售

□本报记者 李松

眼下，又到踏青赏花时节，广袤

田野上迎春绽放的梅花、油菜花、桃

花、李花等，招来一拨又一拨赏花

人，乡村旅游再迎旺季。

安逸闲适的乡土慢生活历来是

人们向往的“诗与远方”。近年来，

在“千万工程”引领下，和美乡村遍

布之江大地，“诗与远方”触手可及，

去乡村体验田园生活、感受独特魅

力，成为备受大众青睐的旅游形

式。乡村旅游唯有突出“乡土味”，

做好“土”文章，才能始终保持勃勃

生机。

乡村旅游要留住纯正“乡土

气”。绵延不绝的农耕文明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为我们心灵深处的文化烙印。唯有

乡村，才能保留这些珍贵的农耕文

明记忆。在浙江，很多古村落以极

具古韵的建筑风格、富有乡土气息

的民俗农事活动以及精巧绝伦的手

工艺作为卖点，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体验。炊烟袅袅、男耕女织、土灶下

厨……充满生活气息的农家场景让

游客亲身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钓

龙虾、采鲜果、挖竹笋......充满田间

情趣的游玩活动让游客重新唤醒记

忆中的乡土情感。这些是城市里体

验不到的，正是乡村旅游的核心竞

争力所在。

打造乡村旅游“网红”点，要突

出富有当地特色的“本土味”。“天下

乡村千千万，过节凭啥来我家？”这

是每个地方发展乡村旅游面对的首

要问题。唯有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

资源和乡土文化资源，才能找到解

开谜题的“金钥匙”。随着抖音、视

频号、小红书等短视频社交平台的

兴起，凸显当地特色的民俗表演、

“非遗”手工艺、土特产、传统小吃等

农耕文化符号得以实现指数级传

播，迅速形成“网红效应”，从而催生

出大量独具韵味的乡村旅游品牌。

像象山的中国开渔节、景宁的畲乡

“三月三”这样的“IP”爆款，可谓层

出不穷。

开发乡村旅游新业态，要依靠

“乡土味”与现代消费理念的碰撞融

合。眼下，“村晚”“村跑”“村BA”等

“村字号”文体活动频上热搜，受到

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追捧。咖啡馆、

图书馆、博物馆纷纷开进乡村，吸引

游客打卡拍照。这些新业态的火热

“出圈”，正是出于乡村“土”元素与

新时代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的巧妙结合。在富有“土”味的乡村

创新搭建现代消费场景，让游客产

生耳目一新的感受和体验。以“村

晚”发源地——丽水为例，该市深挖

“村晚”的乡土内涵，每年1.1万名农

民自创节目，组织 100 多台特色晚

会，带动相关产业“红利”超15亿元

的“村晚”品牌效应。

乡村旅游，一头连着游客心中

的“诗与远方”，一头连着村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乡土味”是乡村旅

游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只有念好

“土”字诀，才能让乡村旅游保持旺

盛的生命力，让氤氲着烟火气和文

化味的和美乡村更加令人向往。

浙 农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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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要突出“乡土味”

云和：“数字游民”激发乡村活力

在乡村运营的道路上，机制

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双向奔赴”，

既激活了乡村治理新动能，也叩

响了乡村共富大门——在考核

“指挥棒”的精准导航下，农村职

业经理人用利益共享的“金钥

匙”，解开村民的“信任之锁”，撬

动集体经济的“增值密码”。

“我非常关注乡村发展。”毕

业于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的

孔祥锋，曾为福建省福州市闽侯

县规划塑造了4个文旅新乡村，

2022 年来到临平区塘栖镇丁河

村后，锚定乡村数字化运营，带领

农创客和村民组建村播团，用直

播扩大乡村影响力。

“村里组建了‘鱼鹰共富村

播团’，通过直播拉动收入的同

时，也能扶持村里农创客及其项

目，进而带动村集体经济及村民

增收。”孔祥锋告诉记者，在“村

播”的带动下，近两年，丁河村自

媒体矩阵逐渐在全网积累了近

50万粉丝，吸引十余万名游客前

来参观，带动百余名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2024年，丁河村集

体经济收入突破243万元。

“单打独斗不如抱团发展。”

临平区崇贤街道崇贤村职业经

理人陈李波的账本更“活”——他

打破村庄界限，联合崇贤街道绕

城北八村成立“崇贤共富联合

体”，以“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产

业共兴、品牌共塑”为路径，注册

“崇贤礼飨”区域品牌，联动打造

农文旅新业态。联合体成立至

今，已接待省内外考察团 21 批

次，创收46万元。

“农民的‘钱袋子’关系着农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对农

村职业经理人的直接考验。”临

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区以年度经营目标任务为

抓手，推动农村职业经理人深挖

村庄资源禀赋，在两年首聘期

内，通过横向比较村庄之间发展

业态，纵向查看村庄业绩成果，

科学评估“乡村CEO”对村集体

资产和收入的增值贡献，帮助乡

村共同富裕跑出“加速度”。

“临平区将继续探索创新片

区化运营，打造农村职业经理人

培育模式升级版。”临平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游民”这

一群体正逐渐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

展与创新的新生力量。日前，笔者

深入云和县崇头镇梅源村实地探访

数字梅花源社区建设。“去年11月以

来，我们民宿已接待‘数字游民’及

相关群体60多人。”民宿业主郭建明

介绍，这些客人的到来，不仅增加了

民宿的客流量，而且作为自带社交

属性与传播力的群体，他们在社交

媒体分享旅行工作体验时，也为当

地民宿做了生动的宣传。此外，也

可以在交流中收获许多宝贵建议，

甚至可以共创，为乡村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据了解，“数字游民”是指依靠互

联网技术、远程工作能力等，从事编

程、设计、写作、在线教育等多种职

业，不受场地限制可以灵活工作的人

群，也有与地方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从事茶咖、餐饮等实体经济的。

梅源村作为丽水市首批“数字

游民”共居共创基地，这里交通便

利、住宿成本亲民、餐饮性价比高且

基本设施齐全，还创设了合作成长

计划，成为不少自由职业人的理想

栖息地。云和梅源—数字梅花源社

区整合了梯田景区及老街资源，广

泛招募“数字游民”和创业青年入

驻，通过对传统农房改造，融入青年

元素，成功打造共创民宿、咖啡馆、

手作店等青年业态，并合作销售旅

游产品和农产品，为乡村经济发展

增添新动力。

去年，云和县以全国数字游民

社区运营邀请赛为契机，积极探索

数字游民社区的构建与运营，以浙

江省青创学院为依托，成功吸引23

个数字游民社区运营团队前来梅

源村实地考察，短短两个月内，就

吸引“数字游民”及相关群体240余

人次。他们利用抖音、小红书等新

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云和好声音，

不仅提升云和的知名度，还带动景

区增收近 10 万元，实现了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有机融

合。

2024 年 12 月，丽水市推出《丽

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措施》，

从便捷“数字游民”来丽水、助力“数

字游民”游丽水等八方面，全方位为

“数字游民”发展提供支持。“后续我

们将持续拓宽空间载体，以点带面

辐射带动梅源周边村庄参与，围绕

农房、厂房等闲置资源盘活改造，进

一步打造‘共享+’场所，深凿‘数字

游民’空间蓄水池。同时，以‘云青

筑梦’政策支撑体系引导扶持入乡

创业青年，不断拓宽业态覆盖维度，

形成‘政策+空间+业态’的良性发

展格局。”云和团县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俞海友 柳晓燕

（上接第1版）

村里一处闲置老屋让袁小

萍萌生了打造“文创园区”的想

法。但涉及房屋等相关问题，村

里无法解决。袁小萍向上汇报，

最终由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出

面协调，项目圆满落地。

“这 30 余间老屋如今重焕

生机——商超、餐饮、咖啡馆、民

宿等新业态扎堆入驻，100%的

招租率让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00

余万元，带动数十名青年返乡创

业。”袁小萍表示。

临平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透露，“乡村 CEO”除了每年可

获得 20 万元的工资收入，在个

人体检、子女入学、节假日福利

等方面也有保障。

同时，临平区还出台了促进

强村公司健康发展相关办法，对

强村公司开展分级评定管理，根

据考评结果给予经费补助，大力

激发农村职业经理人运营强村

公司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对于

表现突出的职业经理人，优先推

荐、参评各类先进等，充分保障

职业经理人社会地位。目前已

有3人获评省青年工匠、省乡村

振兴实践指导师、市十佳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

“我们还与当地高校、企业

等联合，组织实施服务‘乡村

CEO’培训计划，邀请知名学者、

专家授课，为吸引、培养和孵化

更多农村职业经理人创造条

件。”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 2021 年行政区划调整

以来，已开展相关培训活动 20

余期，拨付培训经费 400 余万

元。

“指挥棒”导航

2月28日，记者从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我省八大水系于3月

1日起全面进入禁渔期。其中，

钱塘江、瓯江、椒江、甬江、飞云

江、鳌江等六大流域实施春季禁

渔（3 月 1 日 0 时—6 月 30 日 24

时），苕溪、运河流域全年禁渔。

每年的3—6月是多数鱼类

的繁殖期和幼鱼的生长期。禁

渔期制度的实施能更好养护水

生生物资源、让水域得到“休养

生息”，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杭州、台州、温州、衢州

等地已发布禁渔公告，明确指出

禁止作业类型为除娱乐性游钓以

外的所有作业方式。禁渔区和禁

渔期内，因科学研究等需要采捕

渔业资源，以及增殖渔业利用的，

须经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批准。

去年禁渔期，我省 3145 艘

内陆捕捞渔船按期休渔，省、市、

县渔业执法机构共开展八大流

域禁渔执法检查 2969 次，收缴

违禁渔获物 3625 公斤，查办行

政案件 1830 件，查获涉案人员

1923人。 哲农

3月1日起，浙江这些区域全面禁渔


